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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10月
14日下午，由江门市教育局、本报和台山
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2年台山市中
小学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在台山市教
师发展中心举行，来自台山市各中小学
校的有关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如何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讲好校园故事，助力
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为台山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贡献力量。

会上，本报《青苹果》校园专刊中心
主任助理娄丹以《上对“花轿”，才能“嫁
对郎”——说说新闻采写那点事儿》为题
进行授课，深入剖析校园新闻写作的方
法技巧，介绍本报《青苹果》校园专刊、
《教育周刊》的具体栏目与特色亮点，并

围绕筛选新闻主题、判断新闻价值、注重
新闻时效、新闻图片拍摄技巧等进行讲
解。与会教师代表认真聆听、记录要点，
共同探讨学习。

据悉，《青苹果》是由江门市委宣
传部、江门市教育局、江门市关工委和
本报联合主办的校园专刊，是助力江
门地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平
台，目前江门全市的订阅量近 13 万
份，深受侨乡青少年的喜爱。过去一
年，《青苹果》校园专刊刊出台山学生
作文近 400 篇、学生绘画 40 多幅，不
少学生登上《高手亮相》《小发明》《封
面人物》等栏目，教师教学论文在本报
选登 20 多篇，助力台山教育宣传工

作，传播社会正能量，唱响教育主旋
律。另外，由本报联合出资筹建的第
四个“青苹果书屋”，计划落户台山市
都斛镇中心小学，助力乡村孩子健康
快乐成长。

江门日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刘春
阳表示，本报将整合资源，坚持办好《教
育周刊》和《青苹果》校园专刊，让它们成
为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好朋友；充分挖掘
《青苹果》校园专刊在提升综合素质方面
的服务资源，为青少年提升综合素质提
供更多有益有用有趣的特色服务；坚持
正面宣传为主，为江门全市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

台山市教育局党组成员、主任督
学梁伟平表示，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宣传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
为重要，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厚植
家国情怀，从小立志听党话、跟党走，
既要看党报，也要充分用好《青苹果》
校园专刊，积极挖掘台山教育好新
闻，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全力推动台山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

会议对2022年度教育新闻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以及杰出通讯员、先进通讯
员、优秀通讯员进行了表彰。

台山市中小学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举行

讲好校园故事 助力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台山各教育集团开展语文优质课例（说播课）评选活动

比拼业务 探讨高质量教学模式
“教师们的课件制作精美，多媒体教学技术运用得当，教学环节衔接

紧凑，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参加端芬镇中心学校教育集团语
文优质课例（说播课）评选活动的川岛镇水平小学教师李志斌感叹，优质
课例（说播课）评选活动让他收获颇丰。为贯彻落实《江门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江门市深化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行动计划的通知》，进一步提升教
育集团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助力“双减”，连日来，台山市不
少教育集团开展语文优质课例（说播课）评选活动，来自各成员学校的教
师齐聚一堂，探讨语文课堂高质量教学模式。

端芬镇中心学校教育集团
展示扎实教学基本功

台山市端芬镇中心学校教育集团
的语文优质课例（说播课）评选活动在
广海镇中心小学举行，来自集团学校的
4名教师展开激烈角逐。评选采用说
播结合的形式进行，每一名教师展示

15分钟，既要求教师通过视频形式展
示真实的课堂教学过程，又要求教师现
场进行说课，结合现场板书播放内容。
4名教师在各自教研团队的帮助下，认
真钻研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多次试教
磨课，说播课中，他们各展所长，展示了
自己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呈现了一堂堂
精彩的语文课。

川岛镇中心小学教师陈锦文是参加
此次活动的选手之一，他的课堂内容是
四年级上册的《凉州词》。说播课中，陈
锦文激情洋溢、思路清晰，教学设计合
理，教法新颖。他通过将音律与古诗诵

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
多种形式诵读古诗，提高学生学习古诗
的积极性。端芬镇中心学校教师黄跃萍
的课堂内容是三年级上册的《饮湖上初
晴后雨》，整个教学过程从赏景入题，以

吟诵的方式带领学生进入诗境，让学生
读古诗、明节奏、品韵味，层层递进，体会
古诗的意境。广海镇中心小学教师李巧
瑜则讲授四年级上册的《盘古开天地》，
将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从单元导语
入手，教学中随文识字，让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学习，以多种形式进行研读，感受

“盘古开天地”故事的神奇之处。

培正小学教育集团
利用情境巧设课堂

台山市培正小学教育集团2022年
小学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暨
优质课例（说播课）展评活动初赛在李星
衢纪念学校举行，分为白话文和经典诗
文两种课型进行展评，共有11名教师展
示个人风采，其中白话文课型6名、经典
诗文课型5名。教师们围绕《新课标》以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进行课堂
教学，课件美观，形式新颖，思路清晰，充
分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优秀的语文
素养。

在白话文课型展评中，教师们利用
情境巧设课堂，实践促学。李星衢纪念
学校教师李秀明的课堂内容是二年级上
册的《寒号鸟》，流畅生动的简笔画板书
和色彩鲜明的阶梯式思路图，给在场观
摩的其他教师留下深刻印象。她通过对
天气情境和角色对话的生动演读，让学
生在情境与实践中不但习得学习方法，
还领悟了寒号鸟与喜鹊两种不同的生活
态度，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

在经典诗文课型展评中，培正小学
教师黄顺喜的课堂内容是五年级上册的
《长相思》。在她的指导下，学生读、诵、
吟，师生沉浸于诗词的情境之中，营造了
唯美的诗词吟诵意境，让学生沉浸式领
略中华传统文化诗词的魅力。

“活动不但促进了教师个人及备课
团队在课堂教学上对《新课标》的解读与
落实，更为各成员学校语文教研组的教
学研讨明确了方向。”培正小学教育集团
相关负责人说。

都斛镇十年来步履不停、笃行不怠

在红色沃土上书写奋斗华章

教师声音 与会的台山教师代表就如何挖掘身边校园故
事、用好《青苹果》校园专刊谈了见解。

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副校长朱
艳霞说：“通过参加本次交流学习，我
深刻认识到校园新闻宣传工作的重
要性，学会了更好地撰写新闻稿件。
感谢《青苹果》为我们讲好校园故事、
传播正能量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这是
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今后，学
校一定会用好这份专刊，鼓励孩子认
真阅读、积极投稿。”

台山市培正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陈艳梨说：“参加本次交流学习，让我
们对学校的教育宣传工作更有头绪
了。培正学子积极投稿参与《青苹
果》各个栏目，优秀作品的选登让孩
子们增强了学习动力，期待更多优秀
学生作品能在《青苹果》刊发，我们一
起为做好台山教育新闻而努力！”

台山市都斛镇中心小学政教处
副主任卫大海说：“我会继续讲好校
园教育故事，让更多关心支持学校教
育事业的上级部门、各界热心人士知
校爱校，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文以
载道，以文育人、以德育人，方能达到
文德双馨之效果，我们会继续做好学
生写作的引路人，积极引领学生参与
《青苹果》各项活动，助力学生茁壮成
长。”

斗山镇中心小学语文教师陈巧
文说：“《青苹果》是孩子们的好朋友、
好帮手，乡村学校多数孩子是留守儿
童，学校更应该做好引导和教育。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热心企业与热心人
士关注和帮扶，让更多乡村孩子读上
《青苹果》。”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台教宣 陈雪仍 甄娉彤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一以贯之抓重点

党建领航聚合力

基层治理取得新进步这十年，是都斛镇发展的黄金十年，经济发展、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民生改善、法治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了高速超越。
十年来，都斛镇探索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紧抓黄茅海跨海通道、珠海—江门大型产业区建设重大机遇，真抓实干、攻

坚克难，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十年来的步履不停、笃行不怠，绘就出都斛镇春华秋实、成绩斐然的村美民富新图景。

发展没有坦途，奋斗成就精彩。
十年来，都斛镇聚焦经济建设，综合实
力跃上新台阶。狠抓经济结构调整和
增长方式转变，深化重点企业帮扶，大
力盘活闲置厂房土地，不断优化税收
结构，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
奏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铿锵足音，充分
利用工业新城异地招商平台，成功引
进占地面积3.53公顷（53亩）、总投资
额达1.2亿元的工业新城首个异地招
商项目——珠海松田电工有限公司电
磁线生产项目。推动江门粤海饲料有
限公司创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升级；发动企业
开展废气处理及喷淋废水治理技术改
造，协助企业做好年产2.5万吨水产
饲料扩建项目申报工作，实现年产值
超10亿元目标。

凭借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地理
优势，都斛镇推进黄茅海跨海通道赤
溪西出口北侧“第三岗”地块纳入广海
湾工业园区和“港澳新城”范畴，加快
推进规划、设计、环评等前期工作，致
力将其打造为广海湾工业园区发展方
向区，助力构建台山东南部战略湾区
中心。

都斛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背后，是澎湃的红色动力。十年来，
该镇聚焦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取得新
进步。依托林基路纪念公园、林基路
故居、林基路生平事迹展（荣参书室）
等红色阵地，着力建设台山市农村党
员干部教学基地，打造红色党建品
牌。完成林基路纪念公园周边环境
提升、林基路故居修复、荣参书室修
建布展和村容村貌提升等项目。深
化党建资源整合利用，全力推进林基
路红色教育基地党员培训阵地建设，
整合大纲学校原校舍资源，加快配套
设施完善，修建初心讲堂、林基路故
居巷道石板路、“四小园”和红色长
廊，开展外立面改造、河岸风貌提升、
巷道重修、绿化改造、林基路纪念公
园亮化等一系列工程。

十年来，都斛镇强化战斗堡垒，
重点谋划落实“头雁”培育、加强村级
干部培养，提升大纲村红色村、莘村
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带动效应，
提高党建工作实效。推动基层党建
触角向网格延伸，将党建势能转化为
社会治理动能。根据辖区人口规模、
地域范围、社会治理工作量等实际情
况，科学规划、优化完善网格设置，全
镇划分为18个一级网格、26个二级
网格，配备31名专职网格员、449名
兼职网格员，划分责任网格，定岗定
责定人，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治的
网格联动机制，实现党建引领与网格
治理同频共振、提质增效。

登高望远抓机遇，勇立潮头敢担
当。都斛镇提出，将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楫
扬帆、锐意进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
理。

靶向发力，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十年来，都斛镇聚焦产业发展，新农
村建设呈现新面貌。紧紧围绕“项目
强镇、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和布局，
推动全镇新型数字化农业、乡村数字
化治理等蓬勃发展，以“数字乡村”建
设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精细化。

稳步推进“智慧农耕”项目，发挥
统防统治经验面向全省推广的示范
引领作用，在万亩水稻高产示范片建
立“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实现全天
候无人值守连续作业。该系统完成
害虫诱捕、自动采集害虫图像、记录
结果、数据传输与分析、气候信息采
集、监控，并自动上传至物联网平台，

为农户提供智能、高效的社会化服
务，水稻每亩每造平均减少施药1-2
次、降低用药及劳动力成本约 35
元。稻谷总产量提升至3060吨，年
产值达 1224 万元，亩产平均增加
40-50公斤，农户平均增产14%，每
亩增收 120-150 元，有效促进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

此外，都斛镇大力培育农村新业
态，擦亮天然富硒农业产业招牌，成立

“广东省天然富硒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都斛）”，推进农业数字化信息化发
展；优化农业发展空间布局，提升“都
斛青蟹”“都斛大米”“都斛鹅”等特色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都斛镇把改善民生、服务群众放在
突出位置，坚持把解决群众的实际问
题作为“民生之盼”，重点实施一系列
惠民实事工程，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
及百姓。十年来，都斛镇聚焦民生实
事，群众幸福感实现新提升。以“三清
三拆三整治”“七强八改九提升”为抓
手，全面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完成
园美、西墩等6个村委会新建路灯项目
及都阳、南村等8个村委会新建村级公

园项目；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推动农
村无害化户厕改造和农村公厕建设标
准化，全镇现有卫生公厕155间，无害
化户厕7327间。

都斛镇还完成辖区国道、省道等主
要干道的全面亮化、绿化改造及廊道
整治工程，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完善交通“毛细血管”，同时串联赤溪
半岛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纵横“双
轴”贯通，形成滨海板块便捷的路网格

局，打造区域互联互通的交通枢纽。
深挖“胜利大营救”东滘口纪念地的历
史内涵和丰富资源，有序推进“胜利大
营救”东滘口纪念地修复与活化利用
项目第一期工程。坚持“面子”与“里
子”一体推进，既注重完善基础设施补
齐短板、全面改造圩镇落后面貌，又强
调对接利好和机遇，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带建设，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打
造宜居宜游多彩都斛。

数字赋能产业新发展靶向发力谋振兴

群众幸福感实现新提升紧扣民心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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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学教师进行优质课例展示培正小学教师进行优质课例展示。。

十年来，都斛镇人居环境实现美丽蝶变。

都斛镇加大力度整合镇内红色资源都斛镇加大力度整合镇内红色资源，，将传承红将传承红
色基因与乡村振兴色基因与乡村振兴、、红色旅游紧密结合红色旅游紧密结合。。图为林基图为林基
路生平事迹展馆路生平事迹展馆。。


